
把市县巡察做深做实做细

薛明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和纪委监委日常监督，在

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从具体人、具体事着手，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市县巡察

是完善巡视战略格局的重要一环，在巡视巡察监督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因此，要加强对市县巡察全覆

盖任务的督察指导，建立健全巡视巡察联动机制，切实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

善于创新，多措并举推进市县巡察

市县党委开展政治巡察，是推进巡视监督向基层延伸和拓展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重大举措。做深市县巡察，在坚持政治巡察定位、从严从实开展好常规巡察的同时，还必须善于创

新，多措并举。

注重上下一体联动，巡察延伸基层。当前，省委巡视和市县巡察多以各自开展为主，市县巡察要注重

提升质效，建立建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实现省委巡视与市县巡察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并保持这种联动巡察方式常态化。如省委巡视某一重点行业领域时，要求市县两级针对同一重点行业领域，

同步组织开展巡察，并派员进行业务指导，以巡视带动巡察，以巡察深化巡视，从而实现信息相互贯通，

推动高质量的巡察全覆盖。

注重横向立体交叉，避免人情干扰。受熟人社会的干扰，巡不深、察不透是市县层面巡察的主要问题。

开展交叉巡察，可以打破原有地域或系统的结构，由市级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或巡察办统筹，成建制抽调县

（区）级巡察组，或将抽调县（区）级巡察人员按照任职、地域、公务“三回避”原则进行混合编组、合

理搭配，在县（区）级开展异地交叉巡察。通过将“熟人”巡察“熟人”，变为“陌生人”巡察“陌生人”，

使巡察方式更加灵活，方法更加多样，有效提高巡察监督的质量和水平。

注重面上整体推进，形成巡察合力。巡察监督是市县各级党组织和相关部门的共同职责，只有部门间

资源共享、信息联通、分工协调、形成合力，才能把巡察工作做深做透。应进一步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的

工作机制，加强市县巡察机构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信访、政法等部门的沟通联系，探索建立省、市、

县联网的巡视巡察大数据平台，做到信息共通、数据共联、成果共享。如，市县巡察办在拟定每一轮巡察

任务时，分别征求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等部门的意见；每轮巡察进驻前，市县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等

部门应当全面、客观、准确、及时向市县巡察机构提供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在巡

察整改阶段，更要形成一起抓整改、抓落实的强大合力。

真巡实察，抓铁有痕推进市县巡察

要坚持把发现问题作为巡察工作的生命线，把整改问题作为巡察工作的落脚点，把成果运用作为巡察

工作的着力点，层层分解责任，不搞形式主义，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让人民群众从巡察监督上切实增强改

革发展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把巡察监督责任压实。巡察工作覆盖范围大、涉及部门多，统筹做好市县巡察，必须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明确实施责任。要牢固树立巡察工作“一盘棋”

思想，推动形成市县党委统一授权、各有关单位分工负责、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等部门支持配合、巡察机

构具体实施、被巡察党组织主动接受监督的工作格局。市县巡察组要认真履行巡察实施之责，按照实施办

法、工作计划、工作方案和巡察纪律要求，切实扛起责任，勇于担当作为，依规依纪开展好巡察工作，确

保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巡察办要充分发挥好统筹协调、指导督导、服务保障的职责，健全完善巡察

工作的制度机制、工作方法，牵头抓总，情况综合，推动各个环节的任务、目标、程序、责任具体化，层

层传导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把问题整改责任夯实。巡察整改质量是检验“两个责任”的重要标尺。责任主体对抓好整改任务责无

旁贷，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是落实巡察问题整改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严肃认真抓好巡察反馈问题的整

改。要强化巡察中的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对巡察中发现的能够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的问题或线索，及时

督促整改或移交办理。特别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等方面的问题线索，以及群众反映强烈、

侵害群众利益的“蝇贪蚁腐”等问题，要及时督促查处。

把成果运用责任抓实。市县巡察要强化巡察成果的综合运用，确保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避免“一巡

了之”。要强化建章立制。巡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把共性、个性、规律性问题找出来，加强归纳

提炼，举一反三健全制度机制，市县巡察机构，要高标准、严要求，督促被巡察党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在

抓好巡察反馈移交问题整改的同时，针对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问题，综合分析、完善制度，发挥巡察标

本兼治的战略作用。要强化从严处置。对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纪检监察、组织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及时研

判、认真查处，对小问题小错误坚持露头就打、一寸不让，对典型问题、系统性问题要严肃处理，增强巡

察的威慑力和警示效果。要强化综合运用。严格要求被巡察党组织切实把巡察成果运用到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落实之中，强化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和政治担当；纪检监察、审计部门要把巡察反映的问题列入

纪律检查、审计监督的重要内容；组织人事部门要把巡察成果运用到加强基层党建和选人用人工作之中，

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

着眼全局，统筹谋划推进市县巡察

深化市县巡察，提升巡察质效，既要着眼全局，统筹谋划好巡察整体工作，更要紧盯巡察准备、反馈、

移交等各个环节规范程序、细化要求。细化巡察准备。巡察工作的前期准备工作相当重要。人员选配要强，

要严把抽调巡察人员的政治素质关和业务能力关，抽调的人员既要信念坚定、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又要

精通党务工作、具有理论水平，为巡察工作开展提供坚强的队伍保障。材料收集要全，巡察进驻前，巡察

办要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信访、政法等部门做好沟通衔接，掌握被巡察单位最近几年的执纪监督、

信访举报等各类情况。细化反馈要求。巡察反馈是树立巡察权威、彰显震慑作用的关键环节，必须明确要

求，从严从实，不折不扣地向被巡察党组织反馈意见。实行“双反馈”，把巡察情况分别向被巡察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反馈；实行“双签收”，即反馈时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分别签收向其本人和领

导班子的反馈意见；实行“双参会”，即在向被巡察党组织反馈巡察情况时，安排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参加反馈会，彰显巡察整改的政治性、权威性和严肃性。细化移交类别。巡察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必须细致

分类，分别移交相关机构和部门处理。市县巡察机构要对移交的材料严格把关，坚持做到规范完整，严防

漏移错移。对属于市县党委管理的干部问题线索，移交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对于不属于市县党委管理

的干部问题线索，按规定移交至有管理权限的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将执行民主集中制、选人用人专项检查

的情况、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情况等方面的问题，移交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巡察发现的共性问

题要提交到市县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及有关主管部门，促其履行“一岗双责”，强化跟踪督办，以推动巡察

成果的有效运用。


